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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oundaryless career era, individual career development initiative more falls in their own 
hands, accompanied by the individual had to bear more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This requires the 
individual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professional sensitivity, with the ability to life-long study, un-
der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dividual should adjust their career planning in time in order to 
achieve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freedom, harvest a smooth vocational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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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主动权更多地落在了自己的手中，伴随而生的是个体不得不

承担更多的压力和挑战。这就要求个体保持持续的职业敏感，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在环境变化中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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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自身的职业规划，从而实现个体的自主和自由，收获顺利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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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的更新迭代，使得传统职业面临颠覆似的重创。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只要拥有一技之长，就

可以在一个领域顺利完成一生的职业生涯。职业生涯开始由传统的职业生涯转变为无边界的职业生涯，

它呈现出了更多的变化性、短暂性。这种不稳定性使得有预见性、没有安全感型、积极向上型的员工，

甚至是核心员工开始理性审视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思考工作与自身的关系。也因此，在组

织的内外部的不同职位、不同工作性质，甚至是不同行业和领域之间，员工的流动性愈来愈强，这种职

业生涯模式就是“无边界职业生涯”(Boundaryless Career)。 
职业生涯日趋无边界化使传统职业生涯管理方式面临着严峻挑战，探求在新的职业生涯时代如何进

行成功的职业生涯管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任何的成功都不是偶然获得的，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

人。也因此，在新的职业时代探讨个体如何应对大环境的变化，将有助于帮助个体最大化地就业，减少

人力资源的浪费。 

2. 概念的澄清 

2.1. 无边界职业生涯 

“无边界职业生涯”在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组织发生重大变革关键期的 20 世纪 90 年代由 Defillpi
和 Arthur 提出，并被定义为“超越某一单一雇佣范围设定的一系列工作机会”[2]。无边界职业生涯强调

打破组织界限和组织内部职位界限的职业转移和职业流动，驾驭自己职业生涯的是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

组织，个体在需要时可以随时重新创立其职业，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产品领域、技术领域、组织和其他

工作环境中自由出入[3]。由此，可以看出，无边界职业生涯不是人们误以为的个体从一份工作转移至另

外一份完全不相关的工作(即一时职业生涯 transitory career)，它强调的是突破传统组织性职业生涯的边界，

在不同雇主之间跨边界流动，从当前雇主之外获得认可。与传统的职业生涯相比，无边界职业生涯更注

重个体的心理成就感、灵活的职业能力、学习能力、个体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并为自己

的职业生涯负责等等。 

2.2. 个体的职业生涯 

个体的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在一生中所从事的全部职业的总和。传统的职业生涯对个体的职业能力

要求相对比较单一。而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对劳动者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就显得更加地灵活多样。个

体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甚至是不同岗位之间的自由流动更加频繁，如果不做好科学的职业

规划来应对变化，个体将很难保障职业生涯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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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个体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1. 机遇 

3.1.1. 实现人的价值 
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中，个体只能在狭窄的职业领域发展晋升。马克思曾异常尖锐的指出：“现代社

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他接着引用勒蒙特的论调对

社会现实发出浩叹，“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现

在每个人都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指出，当个体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发展更高层次的需求。当社会顺

利实现变革，经济飞速发展，个体不再单纯为了谋生而劳动，而是以自身的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为目

的，通过职业生涯的发展来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把个体从旧式的社会分工中解脱出来，使个体一生不再仅从事一个工作岗位

的重复劳动，其本质是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契约关系变成了个体内在的心理契约。个体得以从一种固有的

契约关系里解脱，他们将越来越重视自我内在的感受，比如：个体的内在价值、个体的职业满意、个体

的成就感等主观感受，这些变化将使个体从生产型的“机器”成为鲜活的人。从旧式分工中解脱的个体

将不再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从事一份职业，他们拥有了更多的择业自主权和选择权，并拥有更多的机会按

自己的兴趣、能力、气质选择真正热爱的、真正适合的和真正给予他们快乐和成就感的工作，得益于此，

个体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热爱，为身处的岗位和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个体对社会

的贡献越大，他的价值就越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些也正是个体存在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3.1.2. 激发个体的积极性 
无边界职业生涯打破了旧式的制约，激发了个体的积极性。个体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

特质等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且还可以跨越专业限制从事不同的领域，使个体能够有机会在自己热爱

的领域发挥最大的光和热，从而加速社会的发展。 
无边界职业生涯对个体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弹性规划能力有了更多的要求，个体如果对于职业环境没

有足够的敏感，将很难立足于任何一个职业领域。当人们处于一种灵活、开放的学习状态时，就会对社

会变革和新鲜事物有一定的接受度和适应性。在变化时代大背景下，组织将更容易从不同的个体之间分

离出杰出人才，而这些个体一定是那些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更趋向于流动的群体，他们更快速适应变

化，且在对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和独立性。 
如今，个体对组织的承诺水平和忠诚度与过去相比有所下降。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所描述的那样，

个体开始关注自己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如果这些得不到满足，个体在很大

程度上会选择跳槽，这就使组织不得不考虑变革。一方面，组织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占有优秀的人

力资源会主动调整自己的用人标准、考核评价制度，转变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模式，促进更好地沟通和交

流；组织开始重视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管理，为了保有核心竞争力，企业会从仅关注组织自身发展转

移到同时关注组织中个体的发展，并将为员工的发展设计有特色的职业生涯晋升渠道。这一变化，也将

激发组织中的个体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从而掌握核心的竞争力。在组织和社会变革中，个体的适应

能力和接受能力会变得更加强大，从而使双方更具弹性面对挑战。 

3.2. 挑战 

3.2.1. 对变化不能保持敏感的个体将面临失业的危险 
因为职业的更替更加频繁，个体的职业生涯可能需要变换到不同的职位、行业和领域，即使是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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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也存在着横向变动的可能。如果不持续学习新知识，个体将会面临失业的危险，一部分不适应变

化的人失去工作，面临着新一轮的激烈的竞争。 

3.2.2. 没有科学职业规划的大学生或初入职场者将会更加迷惘 
在大学期间，没有设定明确的职业目标训练自己的职业能力、不注重提升自己就业力的年轻人，无

法满足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对各种岗位快速更新的知识、技能要求，由于基本功没有练扎实，学习的步

伐跟不上岗位需求的变化。面对各种岗位类型，他们会显得更加迷惘。 

3.2.3. 个人的职业心理健康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一些只懂某一精分领域、不善于主动学习者，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如果不注意调节，会因工作压力带来心理疾病。另外，一些职业目标定位不明确的人，面临多样化的职

业发展选择机会时，员工的职业决策难度必然会增大。对未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加剧，必然导致更

多的职业心理问题，比如压力和焦虑。换句话说，个体追求职业生涯成功的过程，也是尽力适应压力和

考验的过程。而压力是提高组织和个人工作效率的主要障碍。心理疾病人员数量的增加，会使整个大环

境受到影响。这就对职业的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对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

产生了更多的挑战。 

3.2.4. 不再存在所谓的“铁饭碗”，岗位稳定性降低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要求人们必须适应变化，这就对个体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人才

的甄选、聘用和升迁标准也将受到威胁，用人单位不再单纯以学历、工作经验为留用员工的核心要求，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将更加注重个体的学习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个人的适应性和弹性。不再唯学历论、

唯经验论。另外，工作的不稳定性会增加人们的焦虑感，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浮躁，在面对学习和选择

时会显得更加地迷惘和无所适从。 

4. 应对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的措施 

4.1. 及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瞬息万变的时代，机会总是去青睐有准备的人。美国职业心理学家埃

德加.H.施恩在 1978 年就曾提出著名的职业生涯周期理论，该理论立足于人生不同年龄段面临的问题和

职业工作主要任务，将职业生涯分为了 9 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重点： 
0~21 岁：个体的成长、对职业的幻想和探索阶段；16~25 岁：个体开始进入工作领域，开始正式的

职业生涯基础培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个体主要担当实习生、新手的角色；17~30 岁：个体面临的主

要任务是根据自身的特质，发展职业技能和专长，了解组织中的工作机会和约束，对最初的职业理想进

行新一轮的评估，作出新的决定；25 岁以上的职业中期，个体开始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35~45 岁的职

业中期危险阶段；40 岁以后的职业后期；衰退和离职阶段；离开组织或职业——退休[5]。 
从施恩的职业生涯周期理论可以看出，如果在人生的重要阶段没有对人生进行科学的规划，很可能

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期。 

4.2. 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保持持续的就业力 

职业能力是提升就业力的基石，也是就业力的关键因素。除了尽可能发展广泛的各职业相通的基本

能力外，个体也要注重在一两个领域的专业性发展。找到职业兴趣对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非常重要，但

比此更为重要的是，培养所感兴趣的职业核心能力。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想要一直具备核心的竞争

力必须保持敏感，持续学习是保持就业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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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终身学习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日渐复杂的跨专业职业加强了教育的持续性要求，持续学习、

终身学习就显得愈发地必要。终身学习并不是所谓成人教育或者说大众教育的另一种变相称谓。终身教

育更是的指个体在其职业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机会根据自身的不同需求顺利地获得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贯穿人的发展的一生——人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动物，教育则是保障每个人一生发展的“精

神面包”[6]。因此，“学习期”和“劳动期”将始终贯穿个体的一生，边学习，边劳动，掌握了理论，

需要实践验证，再从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凝练和升华。这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将伴随个体的一生。对进步

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更加多元广泛的今天，职业的推陈出新衰退消失、新兴涌现新都显得异常的快速。在

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和促进了职业的变革，这就更加凸显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人不学习将很快被淘汰。 

5. 结语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步是主旋律。人类的发展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是不可更改的时

代趋势，这个进步也是个体一步步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个体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

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三个历史进程。处于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中的个体，在随着自身

和职业环境的变化中，如果能够科学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个体将变得更加自主和自由，终将有助

于个体收获成功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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